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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枝已约风为友! 枝约的是风"

人似秋鸿来有信! 人亦赴约而来了!

为谁相邀# 枝有约!人!闻风而动!人

与大自然似乎有种天然的默契$

约会!一种私密的行为!如水中之

月!雾里看花!美在半遮半掩!犹抱琵琶

半遮面! 趣味在垫着脚尖的想象里

%%只恐深夜花睡去! 故烧高烛照红

妆$人!大约天生便有颗窥私的心理!对

大自然的一举一动!充满了好奇之心$

碧玉妆成一树高! 万条垂下绿丝

绦$ 不知细叶谁裁出! 二月春风似剪

刀$多情的柳树!大约与春风是指腹为

婚的!一夜春风起!柳枝随风扬!都说

了些什么呢#似乎无关紧要了!听话听

音!望着柳枝喜形于色的生机!人们似

乎已感受到了那份青春的活力! 人也

免不了心动!盼望着月上柳梢头$

很久很久以前!一位书生去踏青!

在荒郊的一处院落里!见一树树桃花!

云蒸霞蔚!苍劲的树枝!朵朵桃花慵懒

地斜倚枝上!向绕在枝头的清风!心扉

微启!春风醉了!人亦沉醉其中!面色酡

红!此时此刻!一位面带桃花的佳人!不

经意的映入了书生的眼帘! 不觉四目

相对!心有灵犀!电光火石!临别时!私

约明年今日再相会!世事难料!往事如

风!当书生乘着春风而来!桃花依然在

枝头与风轻声漫语!独不见佳人$

这位书生!就是崔护!他面对此情

此景!心中有无限感慨!化成了诗行!

去年今日此门中!人面桃花相映红!人

面不知何处去!桃花依旧笑春风$

桃花立在枝头! 有意相约春风!

游人花下游赏!无意邂逅佳人!无意

或有心!有意或无心!有心无心!相逢

仅仅是个契合点!就像水面相遇一粒

石子!怎么会不起点涟漪#

满园春色关不住!一枝红杏出墙

来$ 诗人访友不遇!心底多多少少会

有些许失落!过去!通讯手段不发达!

也幸好是不发达!若诗人事先微信留

言给友人!说某月某日某时!去你乡

间别墅赏花喝茶清谈!回曰!不好意

思!另约吧$那就不必白跑一趟了!这

首诗只能产生在宋时!诗文向来都不

是随便写出来的!乃有约的$

不用说! 枝头杏花是解春风的!

春风也是懂花语的!显然!春风恼人!

或更是人恼春风!何况诗人访友吃了

闭门羹!诗人心底正郁闷着!抬头忽

见一只红杏挑墙而出! 笑脸以对!刹

那间! 诗人的心情便明朗了起来!友

人不在!杏花代友招呼了$

东城渐觉风光好!縠皱波纹迎客

棹$ 绿杨烟外晓寒轻!红杏枝头春意

闹$ 浮生长恨欢娱少!肯爱千金轻一

笑$ 为君持酒劝斜阳!且向花间留晚

照$ 东城渐觉风光好的时候!便是普

通人也不能辜负这大好春光!谁还管

它春风是谁约来的#

红杏枝头春意闹!诗人似乎是站

在时光之外看春风与杏花!在枝头嬉

戏!若春天是个大舞台!这台大戏的

主角!乃春风与枝头杏花无疑$ 诗人

看着看着!却不觉入了戏$

枝约风来!不全是欢愉的!&无边

落木萧萧下!不尽长江滚滚来$'杜甫

便在一个凄冷的秋天!遇到木叶与秋

风的话别!即便是春天!还是有林花

谢了春红!太匆匆的情景$

衙斋卧听萧萧竹!疑是民间疾苦

声$ 些小吾曹州县吏!一枝一叶总关

情$ 聚散离合!四季在枝头上演!人!

不只是看客$

万物静观皆自得!四时佳兴与认

同$枝有约!看上去约的是四季风!我

总觉得!它约的是人!昨夜松边醉倒!

问松我醉何如$ 只疑松动要来扶$ 以

手推松曰去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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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

夏河县境内! 除了一睹拉卜楞寺的壮

观之外! 还想拍摄一些色彩明艳的宗

教建筑!传统藏传佛教的风情$据说!拉

卜楞寺鼎盛时期! 僧侣达到
!"""

余

人!至今拥有经堂
#

座!佛殿
$!

座$拉

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宗主寺之

一!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(公元
%&"'

年)!三百年下来!早已是全国藏经最多

的寺院!也是世界最大的藏学学府$

大家原本背着相机!统一向寺庙

方向集中行进$不一会儿就被过路的

喇嘛!磕等身长头和持转经筒转经的

藏民!以及向路人索要钱物的藏家孩

童等创作素材分散了$我们带着零食

一路与藏族孩子派散!留下了一张张

珍贵的合影$

合影照里!藏家的孩子无不例外

脸颊红红的!眼神怯怯的!任雪花落

在他们的眉上!鼻尖上!也不擦去$他

们就穿一件夹棉的长袍! 蜷缩在路

边!和一些腿脚不便或是年迈的老人

一样!身旁放只纸盒!纸盒里全是一

元五元的纸票子$

一路上!不断遇到成群结队来拍

摄的无锡人!北京人!原本以为我们

正月初十冲出来拍摄已经是发烧友

了!没想到!人家正月初二就出来了!

在甘南一呆就是半个月$顺着转经筒

一路往前!太阳出来了!柔柔的光线

给雪山的峰峦渡上耀眼的亮色$遡光

而上!拍出来的照片也是一片亮白$

穿过一条条红墙小巷!走过一个

个木门寺庙! 并不宽敞的空间里!到

处挤满了朝拜的人$拉卜楞寺是典型

的藏式建筑!殿内四壁绘制的壁画装

饰华丽!中后殿供着舍利子!摇曳的

灯烛与哈达交相辉印!酥油灯静静地

燃烧! 诵经声中弥漫着安宁与神圣!

使人不由地融入其中!内心平静地去

聆听他的教诲$

十点半左右!阳光洒在金色的寺

顶上!熠熠生辉$大殿的高台下!喇嘛

们批着红色的僧服在辩经$他们面朝

高台跪拜!周围围满了向大殿方向朝

拜的男男女女! 这些人非常虔诚!在

雪地里戴着口罩和腿套三步九叩!口

中念念有词$同行的小飞机悄悄飞上

了天空!嗡嗡的响声惹得耳尖的小喇

嘛不住调头!一遇到喇嘛调头!摄友

就把镜头拉的长长的$

在等拍&洒圣水'的时候!我们又

去了转了寺庙的东半边$ 寺庙东边大

都是喇嘛们的住宿区!对开的木门!铜

锁!门楼上有木雕花$ 僧人的住宿是

不允许外人参观的! 更不准拍照$ 然

而!这里的藏式楼无疑是美的!不仅是

建筑风格的别树一帜! 每个寺庙的窗

幔都是宝蓝色!红色!黄色和白色叠加

的色彩!这种艳丽的搭配醒目又别致$

下午三点!寺庙开始&洒圣水'了$

所有的藏民!佛教徒!扛着长枪短炮的

摄影人全部朝一个方向! 海水般地涌

来$ 喇嘛从殿堂里端出四只铜茶壶!装

上淡黄颜色的圣水! 一壶一壶地往人

们举在头顶上的碗里!瓶中倒去$

台上!一只臂膀托着铜水壶向下

淋淋漓漓!台下!千千万万只手举着

杯!迎接滴滴甘露$ 团里有人抢来了

圣水!挨个倒点给大家!我们每个人

学着藏人的样子!喝一点!又洒一点

在头上!感觉幸福又美好$

!"#$%!"#$%#&!'("#)*+,-.%/00&'%()*+,-.12/

01%3*22*400023%23156,1732*7

!

!"#$

32*7485*26 7*,8 973788

江苏文化艺术周讯

)*+

, -

()*+,

父亲爱酒!量却不大 !遇到高

兴或不高兴的事! 总要喝上几盅$

他说*&酒真是个好东西!既可提神

又能解乏$ '

父亲喝酒用的是锡制的葫芦

形酒壶!冬天可以放在热水里温暖

了喝!他说喝暖酒能养胃$ 酒壶上

方有个圆的凸起来的尖盖子!下面

是凹下去的酒壶口!酒便是从那里

倒进酒壶的$

每次倒酒!父亲轻轻提起酒壶

右边的壶把子!澄澈透明的白酒便

从左上方弯曲的细细的酒壶嘴里

流进了他左手的白色小酒盅里$ 那

神情!那份专注!像是在欣赏一件

艺术品$

父亲的酒壶能盛满二两酒$ 记

忆中!他的酒壶从未空过$ 喝完了

要么自己到村里的代销店去买!要

么叫我们兄弟四个轮流去$ 酒壶里

有酒他心里才踏实$

那时! 村里有钱的人家极少!

一两白酒要值一毛五$ 商店里白酒

很少瓶装!品种也不多!大都是酒

缸或酒坛里的白干酒$ 一年夏天!

天下着雨! 三哥打着黄布大伞!我

提着刚买回来的一壶酒!不小心滑

倒!酒壶摔在了地上!酒淌了出来$

三哥急哭了! 怕回家遭父亲一顿

打$ 可父亲这次没有动手打我们!

他拿过我抱在怀里的酒壶! 晃了

晃!笑了笑!叹了口气!自己冒雨去

了代销店$

父亲是个善良的人$ 即使一家

人缺吃少穿!只要讨饭的上门!他总

把最好吃的+ 最耐寒的衣服递给他

们!遇到我们正吃饭!还请人家坐下

来一起吃!和来人喝上两盅$ 为此!

父亲少不了一家人的数落! 可他终

究未能改$一个冬天的晚上!我放学

回家! 家里来了个陌生人! 年纪不

大!和我大哥差不多!父亲正拿着酒

壶替他倒酒$ 母亲生气地告诉我!

&那人是山东过来要饭的!睡在大街

上被他带了回来$ '那晚!山东那位

讨饭的小哥哥! 和我与三哥一起睡

在我们家那张只有凉席和单薄被子

的床上$ 可能是多了一个人的缘故

吧!我觉得还暖和$

我们村属于郊区! 土地不多!

政府要新建一所师范学校!看好了

我们队里的一块地!请我父亲过去

商量后!父亲签了字!土地被征用

了$ 消息传出!村里咋开了锅!有的

说我父亲吃了人家的嘴短!有的说

我父亲是喝醉了酒签的字!有的说

我父亲把子孙后代的地卖了是个

败家子%%各种流言蜚语压得父

亲喘不过气来$ 当晚!他一个人闷

闷不乐地抓起酒壶!一杯接着一杯

地倒!喝了整整两壶!醉倒在床上$

第二天!他辞职不干了$ 过了不久!

他贷了一笔款!在离家三四里的河

堆上烧砖!办起了砖厂$ 如今!村里

的土地已全被征用!家家住上了商

品房!人人有钱赚有事做!有人便

想起了我父亲!有人还夸他思想超

前!&幸亏当年吴大爷带头把地给

卖了! 要不然我们现在能住上楼#

能到工厂上班# '

我在家里排行最小!婚后生了

对双胞胎的儿子!这可把父亲乐坏

了!他往酒壶里倒酒更勤快了$ 可

无论什么牌子的瓶装酒!他总是先

倒入酒壶!然后再轻轻提起酒壶的

壶把子!专注地看着澄澈透明的白

酒从细细的酒壶嘴里流进小酒盅$

孩子稍大!他一有空便骑自行车回

家! 一前一后戴着两个孙子上街!

下饭馆+看电影+洗澡!到处张扬显

美!逢人便说*&这是我的两个大头

孙子啊$ '妻子担心父亲酒喝多了

会把孩子带没了或者被人骗了卖

了! 我一听则安慰道*&他不会的!

他心里有数$ '果真!每次中午吃好

喝好玩好后回家!一辆车上的爷孙

三人!一个也不少$

%''%

年中秋节过后! 父亲患

病住进了医院$

("

多天后!医生通

知我们把他带回家!说是他的胃癌

已到了晚期$ 弥留之际的父亲!望

了望床前的四个儿子! 张了张嘴!

指了指我们! 大哥以为他想说什

么!便要上前!他摆了摆头$ 我一

想!说他可能想他的酒壶了!父亲

听了露出了微笑$ 我把酒壶倒满了

酒!放在他的右臂里$ 父亲环抱着

那陪伴他大半生的酒壶!竟安详地

闭上了双眼!长长地+沉沉地+深深

地睡着了!再也没有醒来$

我知道!那酒壶里装满了父亲

一生的苦辣酸甜!有他经受的种种

磨难!有他的喜悦!也有他对未来

的憧憬$ 那以后!每次到他的墓碑

前!我都要带上一瓶酒送给他$

我担心父亲的酒壶里没有酒

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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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

力 量 $ 在 人 类 社 会 的 每 一 次 进 步

中 !文化都发挥着巨 大 作 用 +作 出

了不可磨灭的贡献$ 树立文化自信

需要加强文化传承 !而文化的传承

要靠人$

当今时代!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!

日益成为教育和交流的主要手段$例

如!一位教授的讲演!通过视频可以

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$随着信息技术

的发展! 人们对其的依赖日益加深!

也逐步将其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

段$ 同时!教授的讲演虽然通过视频

能让人们听到声音+看到动作!但讲

演人的感受+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

有所流失" 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!受

众的收获必打折扣$ 此外!还有人认

为!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$ 对

于这一观点也应辩证地看$有了书籍

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# 在当今时代!

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 ,论语-,孟

子-,尚书-,周易-! 又有多少人真的

把握了书的真谛# 还要看到!书籍记

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!就可能

丢失一部分信息!甚至扭曲一部分信

息$所以说!文化的传承靠人!靠人与

人之间以&情'进行联结和沟通!其他

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+手段!起辅

助作用$

人们传承文化! 主要通过家庭+

学校+社区等渠道$ 犹太人长期没有

祖国!直到
%'!$

年以色列复国$ 复

国后没过多久!以色列就成为中东的

强国$它靠的是什么#就是家庭+学校

和社区的文化传承$ 中华民族+犹太

民族+伊斯兰民族等关于家庭+学校

和社区教育都有上千年乃至几千年

的经验积累!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

予其时代意义$ 这同时也提醒我们!

文化的传承不能过分依赖电子媒体

而忽视了家庭+学校和社区的教育作

用$例如!见到一位老人摔倒了!带着

孩子的妈妈马上跑过去把老人扶起

来!这样一个举动就是对孩子无言的

教育$ 这就是通过家庭+通过人进行

文化传承的鲜活案例$

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

位!需要引起重视$首先!学者要成为

文化宝库的看门人!对库里的东西要

一清二楚!尽量防止&宝贝'丢失$ 其

次! 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!熟

悉宝库里的&宝贝'!就像导游熟悉景

点+路线及其掌故+文化内涵等一样$

最后!学者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

和指路牌!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

里$回顾历史!在中华民族奔向&理想

国'的漫长征程中!孔子+孟子思考的

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

路$ 明朝中叶!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

时!王阳明几经反思!自我批判+自我

超越!提出了&致良知'!让很多人看

到了光明!看到了深埋着的&良心'会

照亮世界$ 因此!学者在文化传承中

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

重任$

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!自然就要

靠&话'...活生生的+人人能上口的

话语$现在有关儒+释+道和西方文化

的书汗牛充栋 !其中 &话少 '而术语

多!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$ 文化

传承的&话'应简单明了+通俗易懂!

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汉语还不

太好的少数民族同胞一听就懂+懂就

记住+记住就做$我们今天常说的&天

理不容'&丧尽天良'&天地良心'&知

行合一'!都来源于宋儒+明儒!这些

话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+ 心里$

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在书斋里做高

深的专业性+基础性研究!这样才能

不断输送思想养料$但学者们也应认

识到!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

移默化的作用!就需要将自己的研究

成果转化普及到民众中!防止&术语

越来越多!读者却越来越少'$应始终

铭记!老百姓的话最浅显!但常常蕴

含着很深的道理!那是世世代代沉淀

在人们内心最深刻的东西!老百姓其

实是我们的老师$

./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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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老宅在扬州城内中小街!

北头&挑'着四望亭!南头&挑'着文

昌阁$ 老宅有前后两进!我家住前

面一进!后进则住着是新中国名将

粟裕的老岳母$ 同辈人叫她&詹二

老太'!我父亲称她&干妈妈'!我称

她&二奶奶'$

自打我念小学后! 爷爷奶奶便

让单独住一个小房间! 一墙之隔就

是水井$我们这条街上!没有水井的

人家很少$老宅的水井深约丈余!井

口仅一尺许!只容一只吊桶提水$井

圈为石制!一尺来高!天长日久!被

井绳磨出道道深痕$ 水井四周比较

开阔!北面为通向厨房的通道!周围

还设有阴沟$ 淘米+洗菜+洗衣之类

的事儿都在井边操作$

扬州人讲究吃河水!说河水是

&活 '的 !最考究的是雨水 +雪水 $

,红楼梦-第四十一回里&拢翠庵'

庵主妙玉!替宝玉等人泡茶就是用

的&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'"还说

用井水泡茶不香+烧饭不粘$ 我们

普通人家可不管那一套!家里有现

成的水井!难道还花钱雇人每天送

河水不成#

水井还有两个功能*伏天吃西

瓜!弄个筐把西瓜吊到靠水井水面

处!只一夜工夫!第二天吃起来冰

凉冰凉的!在上世纪六+七十年代

还没有冰箱的社会!不舍得扔的剩

饭剩菜也仿此办理$ 在积水成冰的

数九严冬!用井水洗衣不冻手$ 一

年下来省电+省煤&海'了去了$

我是家里&壮劳力'!放学回家

书包一扔! 头一椿事就是拿吊桶

&打'井水$ 我打井水很特别!旁人

都是慢慢地放井绳!我在绳头尽端

栓个扣套在左手上!笔直地将吊桶

扔下井!听见&卟嗵'一声响!就晓

得吊桶装满了!右手往上拽吊桶的

同时把井绳交给左手! 三下五除

二!哼着有节奏的自编小曲!快快

乐乐就把水&打'上来了$ 没用半个

时辰两大缸满了/ 粟裕的岳母家有

一位老佣人!我们喊她&二娘娘'也

常到井边打水$ 她都是井绳顺着井

圈慢慢腾腾+ 一点一点往上拽!身

子后头像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$ 我

看她实在费劲! 就主动替她打水$

她也从不谦让*&你打水刷刮'(麻

利)$ &你先去用功!等我迨(用清水

过滤)过衣裳!再喊你'%%

扬州北门城外 &大明寺 '里也

有一口水井!名曰&天下第五泉'$

&任命'它为&第五泉'的是唐代张

又新$ 他在,煎茶水记-中说*&水之

宜茶者有七等!扬州大明寺井水为

第五$ '

故而得名$ 据说此井水浓度较

大!倒水于杯后!能呈馍状而不外

溢"若用此水泡茶!可清心明目$ 我

未经历!不知是真是假# 宋代时任

扬州太守欧阳修想必试过*&此井

为水之美者也$ '

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

水$ 然而!尽管时光已逝去几十年!

扬州老宅的水井却给我留下了抹

不掉的记忆!这或许也是乡愁吧$

# $ % &

在路过的河边吹了一声口哨

鸭群就把岸柳梳妆的镜子打碎了

在经过蛰居的门前打了一个响指

懵懂的蛙便轻轻拉开了门闩

把花朵拧亮!给它们涂脂抹粉

把绿草点燃!给它们加油助威

给远山描红近水着绿

给城市添彩乡村上色

春风浩荡

蝴蝶和蜜蜂两大信使

把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

都插上了春天的令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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